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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勒冈州技术学院新能源专业

人才培养的启示 ①

张宏丽，王存旭，郭瑞
（沈阳工程学院 新能源学院，辽宁 沈阳１１０１３６）

摘　要：当前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和制约了
其发展。美国ＡＢＥＴ认证的俄勒冈州技术学院的新能源专业非常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结合，其培养理念和课程设置
可为我国新能源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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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是我国为适应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需要于２０１１年设立的。迄今为止，我国已有三十多所院校开设了该专业。由于该专业是一
个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新兴本科专业，目前广泛存在着培养定位不明确、课程设置不统一、课程体系差

别大等问题［１－２］。为此，在当前形势下，积极探索新能源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成为

国内相关高校广泛研究的热点。

俄勒冈州技术学院（Ｏｒｅｇ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称 ＯＩＴ）是美国的一所公立院校，该校于２００５
年在北美首家开设新能源专业，之后专业发展非常迅速［３］。ＯＩＴ新能源专业办学时间较长，获得了 Ａ
ＢＥＴ认证，办学声誉较好，因此，学习其比较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有效引领我国高校新能源专业
的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１　美国ＯＩＴ新能源专业的人才培养理念
美国工程教育非常注重对工程知识、素质和能力方面的培养，在 ＡＢＥＴ专业认证方面，要求工程类

专业的毕业生应具备１１项能力［３］：ａ．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知识的应用能力；ｂ．设计和开展实验，以
及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能力；ｃ．在现实约束（如经济、环境、社会、政治、伦理、健康和安全、可制造
性和可持续性）下设计一个系统、部件或过程以满足预期需求的能力；ｄ．在多学科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
力；ｅ．识别、建模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ｆ．职业道德和伦理责任的认知能力；ｇ．有效沟通能力；ｈ．理解
工程解决方案对全球、经济、环境和社会所带来影响所需的宽泛教育；ｉ．从事独立学习和持续职业发展
所需的认知能力；ｊ．对当代问题的认知；ｋ．在工程实践中应用必要的技术、技能和现代工程工具的能力。

在美国ＡＢＥＴ对ＯＩＴ新能源专业的认证中，除上述１１项之外，又特别补充了对能源利用方面的认
证内容［３］：ｌ．具有应用能量转化及其基础知识的能力；ｍ．具有实施可持续工程解决方案义务的理解力；
ｎ．具有对能源在现代社会历史中所产生影响的鉴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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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美国ＯＩＴ新能源专业的课程设置
在ＯＩＴ新能源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总学分为１８４（课程教学按照１０学时折算为１学分）。根据从

ＯＩＴ学校网站下载的资料，按照开设顺序绘制课程设置图，如图１所示［４］。

图１　ＯＩＴ新能源专业的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中的学分分配如表１所示。在总学分中，通识教育和交流类课程占３９学分，数学／自然科
学类课程占４８学分，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占９７学分。

表１　课程设置中的学分分配情况

模块名称 内容 学分数 占比

交流类 演讲与写作课程 １８ １０％

通识类 经济、人文、社科课程 ２１ １１％

数学／自然科学 数理化课程 ４８ ２６％

专业基础
电力工程 电路、电子、电力电子、自动控制课程

通用工程及机械工程 力学、热学、设计类课程
４６ ２５％

专业 必修课与选修课
能源科学、能源转换、系统设计、

系统分析、系统控制
５１ ２８％

　　ＯＩＴ新能源专业将培养理念贯彻到课程培养要求中，如表２所示［３］。ＯＩＴ新能源专业课程设置的
基本特点是：重视通识教育和交流能力的培养；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扎实；体现了学科的综合性和交叉

性；体现了新能源专业的专业内涵。

３　借鉴与启示
３．１　培养理念

在当前知识经济全球化、工程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针对新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对应用型人才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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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技能、以及素质和能力等方面的培养要求，我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应大力培养适应能源领

域的发展趋势和需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致力于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社

会经济形势严峻等问题，有开阔视野，能够有效沟通，具有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能够在风力

发电、太阳能利用、生物质燃料等新能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及运行

管理等工作，具有良好团队合作精神的跨学科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以推动新能源领域工程研究、设计、

生产等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表２　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

课程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ｍ ｎ

能源概论 √ √ √ √ √ √ √

电路 √ √ √ √ √ √

电子学 √ √ √ √ √ √ √ √

热力学 √ √ √ √ √

流体力学 √ √ √ √ √ √ √

传热学 √ √ √ √

电力工程 √ √ √ √ √ √ √ √ √

风能 √ √ √ √ √ √ √

太阳能光热系统 √ √ √ √ √ √ √ √ √

电力系统分析 √ √ √ √ √ √

能量系统检测 √ √ √ √ √ √ √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 √ √ √ √ √ √

３．２　课程设置
我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应开设通识类课程，以加强学生基本素质和交流能力的培养；在理论基

础方面，应遵循“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适当增加数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此外，作为能源类专
业，学科基础课应包括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和流体力学；而作为交叉学科专业，还应设置电学、力学、自动

控制、能源科学、系统工程等方面课程；在专业基础课设置方面要有长足发展的战略眼光，在风能、太阳

能（包括光热和光伏）、生物质能、水力能等领域都应开设相应的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程，以拓宽新能源知

识领域，使学生学习和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新能源技术和技能。同时，结合区域地方能源经济发展的

产业需要，重点突出某方面新能源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并将专业培养要求与课程目标、课程考核紧密

联系起来，使培养理念得以切实有效地落实和实施。

４　结语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各高等院校应在充分考虑学

校现有办学条件、办学优势、自身特点和发展规模的基础上，面向能源经济产业需求，合理借鉴ＯＩＴ新能
源专业的人才培养理念和课程设置，通过校企合作进行产教融合，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凝练办学特

色，提升学校的社会声誉，彻底解决学校自身定位不清，专业特色不明显等问题，确保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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